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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兰州是我家，文明卫生靠大家”，

这句口号告诉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全市上下

“齐心协力、众志成城”的重要性。然而，在日

常生活中，在我们身边总会出现一些不和谐

的现象和令人叹息的小“瑕疵”，破坏城市形

象，刺痛城市文明。 请看记者采集来的这组

镜头———

镜头一:小小刮擦停车占道堵交通

日常驾车出行发生小刮擦很普遍，兰州

交警就此曾出台规定，车辆发生小刮擦可以

拍照后将车移至路边等待交警来处理，不影

响责任判定。然而,1月 18日上午记者看到

的一幕却让人大跌眼镜：当日上午在雁西路

桥西侧的南河南路上,一辆小轿车与一辆面

包车发生刮擦,两车主及车上乘客却未按先

拍照再移车等待交警的程序去做,而是将车

横停在马路上,导致该路段出现短暂交通拥

堵。 一位路过的市民对记者说,这样的小事

故完全可以拍照后处理,没必要僵在马路上

堵住交通,这样的现象在兰州街头很常见。

镜头二：院墙破洞居民小偷都“方便”

最近有居民反映,南河新村小区北门东

侧三百米处的院墙护栏出现豁口很长时间

了,不仅成了部门居民抄近路的通道,更成

了小偷、劫匪进出的“捷径”,让人心中不安。

1月 19 日,记者来到该小区釆访,在小区北

门东二三百米处,果然看到一处护栏因两根

钢筋被拆除而出现的豁口,时不时有人在豁

口钻进钻出,男女老少皆有,许多人进出可

谓身手敏捷。 一位小区居民说,这个豁口存

在至少一年了, 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谁知道进出的人中有没有小偷歹徒,白天还

好说,晚上这豁口便成了歹人进出小区的便

捷通道,居民安全大受威胁,希望尽快予以

维修。

镜头三：五泉天桥占道摊贩大煞风景

五泉山公园作为兰州的旅游标志和城

市名片，每天吸引来大量游客，可是公园大

门正对的五泉天桥上摊贩游走占道的现象

却大煞风景。 1月 20日上午 10 时许，记者

在该天桥看到，天桥上的早市已收摊，但仍

有不少流动摊贩在此安营扎寨，他们有的推

车游走叫卖，有的席地摆摊经营，不仅堵塞

游人出入公园的通道，也让桥面看上去很混

乱。 刚从山上晨练完的市民王先生说，每回

早上去五泉山路过这里都乱糟糟的，各种摊

贩聚在桥面，拥挤不堪，地面上垃圾乱扔，早

市收市后仍有一些商贩不走，打游击，这样

的环境确实影响五泉公园形象，该管管了！

镜头四：栏杆断裂倾斜存安全隐患

南河道每天都吸引不少附近市民散步

休闲，然而 1 月 22 日记者在位于东部糖酒

副食批发市场北门正对的南河道桥上看到，

该桥西侧一段宽约 1 米的栏杆发生断裂向

河内一侧倾斜，露出不小的豁口。记者发现，

桥上经过的市民很多， 其中有不少小孩，此

处豁口的存在给行人尤其小朋友的安全埋

下隐患。 一位买菜路过此处的大妈告诉记

者，这个栏杆断裂倾斜有些时间了，不见有

人来维修，夏天总看到有小孩在此处打闹嬉

戏，很是危险！

文 /图 本报记者 张继培 实习生 王春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毕业于西安美院的

崔媛，本可以分进西安一家文化单位，从事

自己的本行画画。但一心想当服装设计师的

她，拒绝了这份稳定工作。 先是通过进修取

得服装设计专业的文凭，然后又考进兰州一

毛厂从事了服装设计工作。 但事不遂人愿，

仅工作了 4 年的她成了失业者， 生活中的

诸多困难并没有牵绊她追梦的脚步，在经历

了十多年的艰辛创业后，她终于让自己的私

人订制服装设计工作室在兰州站稳脚跟。

在兰州首创服装设计私人定制

“目前在兰州专门做私人订制服装设计

的工作室也就三四家，而我是首家开始做私

人订制的，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在甘南

路一家装修风格简约、 素雅淳朴的服装店

里，记者见到了店老板崔媛。崔媛说，这是她

刚开的一家门店，店内的设计、墙面彩绘全

是她自己完成，所摆设的衣服也都是由她自

行设计，一款一样，绝无重复。“私人订制服

装设计工作室与我们平常所见裁缝店制衣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崔媛给记者介绍到。私

人订制首先是要根据顾客的身材特征、肤

色、穿着喜好等因素来进行服装设计，并且

要用设计师的眼光来判断，所设计衣服的款

式、颜色、质地与顾客的气质是否搭配，基本

上是顾客的专职服装设计师。现在崔媛不仅

有专门陈列成品服装的门面店，也有形成规

模的制衣车间，有些熟客都是专门从外地来

兰找她做衣服。“我开店这么多年，没做过广

告宣传，服装店从西固开到城关，靠的就是

口碑。”崔媛的工作室已成气候，然而能走到

这一步她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常人难以想象。

困难重重但阻挡不了她的梦想

当年从西安美院美术专业毕业时，崔媛

才刚 20 出头，酷爱服装设计的她毅然放弃

了一份不错的工作，1990 年只身来到北京

中央工艺美院进修服装设计。 1994年，崔媛

顺利考进兰州一毛厂的设计科，开始了自己

喜欢的服装设计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1998

年厂里效益不好，她下了岗。突然间，她觉得

自己与梦想再无交集。 此时，同属于一毛厂

下岗职工的爱人，给她莫大的鼓励，为什么

不能自己开家服装店呢？要开就得开家有特

色的店，崔媛从创业之始就给自己的店定位

为私人订制。最初他们小两口在西固区开了

一家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店， 前店后厂的模

式，没想第一年就盈利了。 来订制服装的都

是熟客，靠口碑生意越来越好。 在 2003 年

时，由于家庭原因不得不关闭店面。2005年

她又重新开始工作，边打工边学习沿海地区

的时尚风格。2010年攒足资本，让自己的设

计工作室再次开张。 2014 年她从白银路街

道徐家巷社区申请了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扩

大了产业规模。现在崔媛就想好好经营这份

来之不易的事业，让设计之梦一直走下去。

文 /图 本报记者 夏苗 实习生 朱娜

大城小事

这些街头“瑕疵”

“刺痛”城市文明

网友“燕妮”针对本报《民营医院网站遭

攻击陷入瘫痪状态》微博留言：最远的“距

离”大概是遭同行嫉妒“抹黑”。

记者点评：把“距离”变成“联姻”，抱团

发展实现双赢就和谐了。

网友“水手”针对本报《开发商和业主都

想换“管家” 兰州馨泰物业就是赖着不走》

微博留言：无服务意识、私占出租公共场地、

容留各种商贩、野蛮粗暴对待业主，这是兰

州物业的通病。

记者点评：请监管部门多到基层给物业

治治病。

网友“阿香”针对本报《嘉峪关一八旬老

人病死家中 生前四儿女多年无来往》 微博

留言：天下哪有这种无情的儿女！

记者点评：应该追究这些不孝子女的法

律责任。

网友“蔡师”针对本报《继续提高养老医

疗等保险待遇水平》微博留言：这是为民着

想的大好事。 赞一个。

记者点评：政策真好，快点实施，百姓一

定会很高心。

网友“风兜不住”针对本报《今年力争建

成兰州至中川机场铁路》微博留言：太好了，

以后去机场更方便了。

记者点评：除了方便，还有坐着火车换

乘飞机的倍爽感觉。

1月 29 日，随着气温降低，市民杜先生

向本报热线 96555 反映， 他住在城关区草

场街融达小区，但他家暖气一直不热，室温

只有 9℃。 日前供热站贴出通知催费，对此

他很不理解：“暖气供不好， 怎么好意思收

费？ ”而供热站称再不交费将面临停暖。

记者来到融达小区发现，该小区每个单

元楼门前都贴了供热站向住户催交热费的

通知单。 居民王先生说，他家住一楼，暖气

整个冬天一直都不热，室温只有 10℃左右，

一旦天气大降温就冷得受不了，他和一些居

民多次向有关单位反映过，但问题一直没有

得到解决。 住在 5 号楼 7 楼的居民张先生

说，家里暖气比一楼住户家热多了，但室温

也不太稳定，有时能达到 18℃，有时不行。

物业值班室一工作人员称，确有多家住户反

映过暖气不热室温不达标的问题，但也有一

些住户反映家里暖气还可以。这到底是怎么

回事，她也不清楚。

负责该小区供热的兰州顺畅供热公司

杨经理说， 自去年 11 月 1 日供暖开始至

今， 基本没有人反映过暖气不热的问题，而

且其它小区供暖都是正常的，这几天融达小

区个别住户向报社投诉暖气不热是不愿交

热费的托词。 室温要达到 18℃，5元的供暖

价格根本不够，且至今该小区还有 70 多家

住户没有交清热费。由于供热站所剩气量仅

供 3 天烧， 为保证持续供暖才贴了催费通

知，如果 1 月 30 日这些住户仍然拒绝交费

的话，供热站将采取停暖措施。

（报料人：杜先生 奖励 10元）

本报记者 张继培 实习生 王春晓

读者心语

1 月 29 日， 市民王女士致电本报新闻

热线 96555 反映， 她在城关区农民巷一家

饭馆门前停车 20 分钟， 却被收取了 10 元

的停车费。 她感到这个价格不合理。

根据王女士的描述，记者于当日下午找

到了这家位于农民巷中段的饭馆，看到该饭

馆门前的地面画出了停车位。记者进入饭馆

后采访了该饭馆的一位服务员， 她告诉记

者，这里 16 时以后才能停车，并不清楚是

谁在收费。 附近一家商铺的老板告诉记者，

这里确实存在停车费过高的问题，通常都是

10元起价。有时候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车主也就花钱了事了。记者了解到，根据《兰

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道路

临时停车场收费标准重点路段停车场白天

实行计时收费， 小型汽车 6 元 / 小时，1 小

时以后每小时加收 4 元， 不足 1 小时按 1

小时计。 夜间实行计次收费，小型汽车 6元

/辆 /次。

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了民情通热线

12345，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上报此事。

文 /图 本报记者 窦阳

热线调查

市民反映

农民巷停车 20分钟收 10元，太离谱？

下岗梦不灭

她首创兰州服装“私人订制”

众居民：室温不达标 怎好意思来收费

供热站：燃气将用罄 再不缴费将停暖

工作中的崔媛。

农民巷道路两旁的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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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员 3 名：

城关 2

名，雁滩 1 名。

要求： 男女不限，23 岁以下，

五官端正，普通话标准，熟练计算

机操作， 中专以上学历， 电子商

务、会计专业优先。

招 聘

电话：13088781858��13993185997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白云机票

24小时热线：0931-8111119


